
近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受到各方关注。

与此同时，河南省积极部署
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建立起中
西医协同机制，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展开中西医结
合治疗，要求各级定点医疗机构
至少有一名中医医师参与确诊
患者诊治，让患者及时得到中医
药服务。

目前，河南省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中西医协同机制
已经建立。建立中西医协同机
制，河南是基于哪些考虑呢？如
何确保所有确诊患者用上中医
中药呢？近日，河南又取得了怎
么样的效果呢？就此，本报记者
专访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
医处相关负责人。

问：河南省印发了《关于建立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西医协同机制
的通知》，要求中医专家参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这一政策制定
的背景是什么？

答：这 个 文 件 是 1 月 23 日 出 台
的。实际上，我们在疫情发现初期就
已经开始着手中医参与疾病治疗的相
关工作了。

此次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
对疫情高度重视，对防控工作做出重
要决策部署，其中就提到坚持中西医
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要求建立中西医结合救治
工作机制，提升医务人员中西医结合
救治能力，规范开展中西医结合医疗
救治工作。河南是中医大省，中医历
史 悠 久 ，南 阳 市 是 医 圣 张 仲 景 的 故
乡。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正是中医的疫病范畴。这一点在《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四版）》中也得到确认。综上所
述，我们认为，在传染病，尤其像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中，中医
药不能缺位。

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诊疗一线有中医、有中
药，确保每个确诊患者用上中
医中药，河南省是如何保障落
实的？

答：首先，在省级层面，河
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设医疗
救治组，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医政医管处与中医处负
责。医疗救治组设立由中医
参与的专家组及中医预防救
治技术指导组。中医预防救
治技术指导组组长由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
李素云担任，国医大师张磊，
中医专家李建生、毛德西等任
顾问，对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工作进
行指导，开展中医救治培训、
疑难病例和重症病例会诊，总
结完善诊治经验，形成河南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
医药预防方案。

得益于此，我们的专家参
照湖北省预防诊治经验、结合
河南省气候等特点，积极沟通
和努力，河南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
在1月27日发布。

其次，我们的市、县两级

参照成立市、县中医预防救治
技术指导组，负责辖区中医药
预防、救治工作的指导和疑难
危重病例的会诊。根据要求，
我们的各级定点医疗机构至
少有一名中医医师参与确诊
患者诊治，负责中医诊疗方案
的拟定和中医辨证施治，接受
区域内专家指导组指导。

此外，我们要求各级中医
医院加强发热门诊设置和预
检分诊点规范运行，按照现有
及后续发布的规范和指南要
求，做好防控培训，确保医护
人员和工作人员应知应会防
控知识；加强发热门诊现有配
置，做好医院入口管理，实行
进入院区患者全部预检分诊，
建立院内检查督查机制，动员
全院力量，做好对突发事件的
应对工作。

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一政
策，我们要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
中有中医专家参与诊疗，参
与疾病发展研判和中医药诊
疗方案的拟定；启动疑难重
症患者专家组会诊、拟定救
治方案时，也应当有中医专
家参与，将中医诊疗方案一
并吸收部署。

为了得到最新的、最全面
的、最确切的中医药参与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
效果，我们要求相关部门在组
织救治过程中，注重中医临床
诊疗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认
真研究、总结医疗救治的有益
经验，并及时反馈至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为进一步完善
中医诊疗方案和相关措施提
供依据。各级中医医院和中
医药专家也积极参与有关防
治工作，在医疗救治过程中科
学应用中医药技术方法，辨证
论治，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
势，努力提高临床疗效。

1 月 26 日，我们启动了全
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中医诊
疗情况日报告制度，要求相关
机构每天定时报送各定点医
疗机构中医医师配备、中药煎
药室设置情况，市、县卫生健
康（中医药）行政部门中医预
防救治技术指导组成立情况，
以及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救治专家组中中医专家
配备和参与诊疗情况，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和疑似病例中药服药情况等，
全面掌握各地防治工作进度。

问：中医药参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河南目
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答：疫情发生后，河南的
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专家，
在应用中医药手段防治疫情
方面，很积极、很给力！

在疫情初期，就有多家

中医医疗机构结合中医药专
家的意见，给出院内预防方
剂，并制成中药汤剂，让奋战
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发热门
诊留观病人服用，还有一些
中医医疗机构在门诊大厅、
病房等处熏艾。

1 月 29 日，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被确定为
全省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我
们的救治核心是按照诊疗规
范，确保各项诊疗措施落实，
全力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做
到诊疗一线有中医、有中药，
让患者及时、快捷地得到中
医药服务。

问：目前遇到了什么困
难？

答：疫情发生以来，河南
医务人员做出的努力，全国有
目共睹，特别是从1月24日除
夕开始，河南全省医务人员取
消休假，投入一线工作。

在中医药参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的防治过程

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在基层，尤其是县级定点

医院及乡镇卫生院，硬件条件
差，防护能力严重不足；中医
医务人员数量不够，自我防护
意识和防护能力较差，合理应
用中成药防治疾病的水平有
待提高。作为接触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一线

工作人员，他们应对重大突发
疫情的能力和诊疗经验还是
不够丰富。

但是，面对困难，我们不会
退缩。目前，我们已经派出诊
疗经验丰富的中医专家前往一
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相信通
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
一定能早日攻克难关！

AA

BB

CC

DD

EE

河南建立中西医协同机制
确保所有确诊患者用上中医药

本报记者 陈琳君 索晓灿

·在河南省范围内建立起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中西医协同机制，要求各级定点
医疗机构至少有一名中医医师参与确诊患
者诊治。

·成立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中医预防救治技术指导组，要求市、县两级要
参照成立市、县中医预防救治技术指导组。

·启动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

例和疑似病例中医诊疗情况日报告制度，以全面
掌握各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防治工作
进度。

·召开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
药防治视频会，进一步强化中西医结合救治机
制。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被确定为河
南省医疗救治定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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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大年初一）14
时许，滑县人民医院内科 ICU
（重症监护室）护士赵茜在县
城文明路上一家饭店就餐时，
突 然 听 到 一 阵 急 促 的 呼 救
声。赵茜循声看到不远处有
一位 40 多岁男子瘫倒在汽车
座椅上，身旁的朋友不停地呼
唤，并掐人中穴，但该男子也
没有反应。

职业的敏感提醒赵茜，这
个人可能有生命危险。“我是
护士！”赵茜说明自己的身份
后，上前呼唤男子。此时，男
子的颈动脉搏动消失，测不到
呼吸，心跳骤停，赵茜的大脑
里迅速出现“猝死”两个字。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
生命！在该男子亲戚、朋友的
帮助下，赵茜引导大家将男子
置于平卧位，立即跪地为患者
进行心肺复苏，并让大家帮忙
拨打 120急救电话。标准的心
脏按压操作一直在持续，1次、
2 次、3 次……一个循环，两个
循环……顾不上水泥地的冰
凉刺骨，顾不上酸痛的胳膊和
双腿，顾不上满头的大汗，赵
茜默默地鼓励自己：坚持，坚
持，再坚持……

反复按压后，男子的颈动
脉搏动恢复，心跳恢复，但意
识还有一些模糊。赵茜一直
大声跟男子说话，安慰他、鼓

励他。随后，120 急救车赶到
现场，赵茜帮急救人员把男子
送上急救车。

据滑县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李长河介绍，心跳
骤停患者的抢救时间最好在
4 分钟以内，如果心跳停止超
过 4 分钟，则可能造成脑组织
永 久 性 损 害 ，甚 至 导 致 死
亡。每延迟 1 分钟，抢救成功
率 会 下 降 7% ～10% ，这 就 是
世 界 公 认 的“ 黄 金 抢 救 4 分
钟”。这次赵茜第一时间进
行急救，为患者赢得了黄金
抢救时间。

“将一只手的掌根放在患
者胸部的中央（双乳头连线中

点按压），胸骨下半部上侧；将
另一只手的掌根置于第一只
手上。按压时，双肘须伸直，
垂直向下用力按压……拍打
受救者的肩膀，并呼唤患者，
持续检查患者的反应——请
身边的人帮助拨打 120；再喊
1，2，3，4……30，吹两口气，连
续 5 个 循 环 ，检 查 是 否 有 呼
吸，判断救治效果。取复苏
卧位，等候专业人员救援。”
滑县人民医院内科 ICU 护士
长张一淼说，“心跳骤停在现
实生活中随时可能发生，除
了患有心脏疾病的患者，还
有溺水者、中暑者、酗酒者、
跑马拉松者等都是这一疾病

的袭击对象。”
面 对 这 次 突 发 事 件 ，毕

业于河南护理职业学院，今
年才 24 岁，参加工作刚两年
的赵茜能够挺身而出，并临
危不乱、果断处理，主要源于
她平时的专业训练，也源于
滑县人民医院常年坚持对全
体医护人员进行系统、规范
的急救技能培训。

在当今这个“扶与不扶”
都 可 以 成 为 热 点 话 题 的 时
代，当许多人面对“助人与自
保”而陷入困惑与尴尬时，滑
县人民医院的年轻护士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给了世人一
个响亮且温暖的答案。

1 月 23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关于建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西医协同机制的通知》。
河南省建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西医协同机
制，成立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预防救
治技术指导组，分级建立中医药预防救治专家组织、中
西医协同防治机制，做好中医医院防控工作。

河南省提出，对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
医药防治进行指导，开展中医救治培训、疑难病例和重
症病例会诊，总结完善诊治经验，形成省级中医药防治
方案。市、县两级要参照成立市、县中医预防救治技术
指导组，负责辖区中医药预防、救治工作的指导和疑难
危重病例的会诊；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应至少有一名中
医医师参与确诊患者诊治，负责中医诊疗方案的拟定
和中医辨证施治，接受区域内专家指导组指导。

同时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成立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中，应有中医专
家参与诊疗，参与疾病发展研判和中医药诊疗方案的
拟定；市、县医疗救治专家组中未安排中医专家的，应
立即补充中医专家，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同时，各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定点医疗机构启动疑难重症患者专
家组会诊，拟定救治方案时，应安排专家组中中医专家
参与，听取中医专家意见，将中医诊疗方案一并吸收部
署。相关部门在组织救治过程中，要注重中医临床诊
疗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认真研究、总结医疗救治的有
益经验，并及时反馈，为进一步完善中医诊疗方案和相
关措施提供依据。各级中医医院和中医药专家要积极
参与有关防治工作，在医疗救治过程中要科学应用中
医药技术方法，辨证论治，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努力提高临床疗效。

1月 26日，河南省开封市中医院就为群众献上了新
型冠状病毒防控的“锦囊妙计”。以开封市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中医防治专家组组长庞国明为主的专家
组，根据中医治未病理论和“防疫送瘟”优势，参照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推出的预防方案，结合当地气候特点、生
活习惯，一是推出了由黄芪、二花、百合、麦冬、防风等
药物组成的“扶正防感方”，具有扶正补气、养阴润肺、
疏散风邪、胜湿解毒的作用，开水冲服即可代茶饮，连
续服用 7 天，可以增强人体抗病能力。二是精心组方制
成防感香囊，以达到净化空气、胜湿解毒、预防外感的
效果。

1月 27日，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
预防方案出炉。这份方案是中医药专家根据河南气候
等特点拟定出来的，分预防参考方药和生活调节两个
部分。

战“疫”犹酣，一线的医务人员强则战力强。1 月 31
日中午，在连霍高速新安县站入口处值勤的新安县人
民医院消化科主任李清晖、志愿者郭桃平、赵丹等人接
过医院送来的中药汤包时，开心地笑了：“这哪里是什
么汤药，这是保障我们战斗力的‘强心剂’。”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最让新安县人民医院领导班子放心不下的是如何让一
线医务人员免受感染。收到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推
荐的预防中药处方明电后，坐镇医院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院长柳杨如获至宝，迅速安排按照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推荐的 2号处方，尽快煎药，发送防控一线。

3 个小时后，120 袋中药汤剂被送到发热门诊等防疫一线。随后几天，
该院熬制的中药汤剂增加到 1200份。药剂科的工作人员兵分四路，推着汤
药向发热门诊、高速路口卡点、内科楼、外科楼走去。

“感恩郑州市一院，在这里我内心很温暖。”1 月 30 日下午，一句句甜
蜜且温馨的话语，刷爆了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干部职工的微信朋友圈。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阻击战中，为更好地保护患者安
全，首先得保护医务人员的安全。为此，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领导安排
药学部熬制了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有预防作用的中药汤剂，并及
时发放到职工手中，每人 5 服，一天两袋，共 10 袋。同时，该院安排药学
部中药房每日熬制具有预防肺炎作用的中药茶饮，放置于门诊大厅，供
来院就诊患者饮用。

1 月 31 日，医院安排将预防药物送给职工家属，让每个职工为家人带
去一份关怀，因为职工家属是医务工作者最坚强的后勤保障，只有家属平
安健康，白衣天使们才能充满活力地在前线冲锋，保护患者的生命安全。
此举受到了全院干部职工的点赞。

与此同时，河南不断加大中医药战“疫”出拳力度。要求所有确诊病
例全病程使用中医中药。河南省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
视频会议上提出，各相关机构要充分认识中西医结合在救治工作中的重
要性，在临床救治中必须严格按照方案，结合患者的具体症状和身体情
况，辨证施治。救治核心是按照诊疗规范，确保各项诊疗措施落实，全力
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做到诊疗一线有中医、有中药，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全力提高治愈
率，尽最大努力降低死亡率。

此外，河南省要求充分发挥中医专家组作用，发挥中医药优势，指导辖区
中医诊疗工作；加强定点医院中医科室建设，落实中医、中药专业卫生人员配
备，落实中药房、煎药室设置，规范及时有效提供中药调剂、中药煎煮服务。
有条件的医院，要提供中医非药物疗法，综合各种诊疗手段，提高疗效。

在医圣故里南阳市，中医特色中西医协同抗击疫情也让草木香飘逸
在“战场”。1 月 24 日，南阳市建立中西医协同防治机制，成立了中医防治
专家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南阳市辖区内中医药预防、救治工作的指导和疑
难危重病例的会诊，并要求各县区成立县级中医预防救治技术指导组。
成立中医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医防治专家组。1 月 28 日，南阳市调整
加强了由国医大师唐祖宣、名老中医吴林鹏等 31 人组成的中医防治专家
组。1 月 30 日至 31 日，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组织对市级中医药专家进行
分组，派往各县区进行中医药防治技术指导和疑难病例会诊。制订出台
中医药预防方案。南阳市中医防治专家组参照国家、省发布的中医药预
防方案，制订出台了南阳市中医预防方案，在河南省方案的基础上，融入
艾制品预防措施和茶饮方、煎服方，通俗易懂，便于操作，并通过新闻媒
体，向社会发布，指导居民做好预防。这是河南省第一个地市级中医药管
理部门官方出台的预防措施。

为了做好中药预防产品足量供应，南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文，要求
艾制品生产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切实保障艾产品足量供应。安排各艾草
协会对艾企业进行宣传发动，动员企业捐赠艾产品及相关物资。1 月 30
日，南阳市 13 家艾草企业带头向市红十字会捐赠了价值 25.5 万元的艾产
品，1 月 31 日已通过中心城区社区向市民分发。组织宛西、福森等龙头中
药企业加快生产预防中药制剂，首批预防产品于 2月 1日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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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时刻
滑县一名护士紧急抢救心跳骤停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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